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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朔州市已
经到了建市35周年的时间节点。作为
一名新闻工作者，我见证了朔州建市
以来的可喜变化，也亲身感受到了朔
州主流媒体的巨大发展。

就拿航拍这个技术活儿来说吧。
1999 年，我有幸参加了朔州建市

10周年的宣传片制作，跟随众多老师，
学习文字写作、镜头拍摄与编辑的基
础知识，培养起了对电视新闻行业的
浓厚兴趣。2008 年，当时的朔州广播
电视台筹划拍摄朔州建市20周年献礼
片《青春朔州》，我作为领队，带着摄影
组深入县区，进行了为期一年的拍
摄。2009 年，6 集大型献礼片《青春朔
州》在朔州建市20周年的时候播出，引
起了强烈反响。

在建市 10 周年宣传片拍摄过程
中，我们从未想到航拍这一技术手
段。飞到天上，俯瞰大地，对于我们来
说，不啻天方夜谭。《青春朔州》前期拍
摄的时候，航拍却郑重地提上了我们
的议事日程。对于求新求变的新闻记
者来说，我们要突破传统拍摄手法的
表现力局限。对于日新月异的朔州来
说，也急需一种更加恢宏大气的视角
来展现它的神采。

当时的航拍，并不像现在这样简
便高效。2008 年，我们能想到的航拍
方法只有一种，那就是上飞机。经过
多方打听，我们联系到了大同航校，敲
定了从大同航校起飞，由右玉开拍，周
游六县区，从怀仁返回大同的航拍路
线，整体时长控制在四个小时。

大同航空运动学校（简称大同航
校）位于大同市东南 10 公里处的东王
庄机场，成立于 1957 年，是国家民航
局、体育总局认可的具有驾驶执照培
训资格的训练单位之一。当时上飞机
的是两位摄像记者，樊雨红和刘超。
我作为联络员兼临时摄影记者，也登
上了飞机。

我们乘坐的飞机是著名的运－5
运输机，号称中国航空史上最成功的
飞机，据说遍及中国的各个飞机应用
单位。它飞行稳定、运行费用低廉，最
让我们心动的，是它可在距离地面较
近的高度，以非常低的速度稳定飞行，
适合我们在飞机上长时间拍摄。

据机长介绍，这架飞机农忙时会
执行空中播撒农药任务，所以机舱中

间其实是一个货舱地板，能承受1.5吨
的集中载荷。两侧装有 10 个简易座
椅，货舱壁上各有 4 个 320 毫米圆窗。
我们在圆窗上试了摄像机位，结果发
现根本无法拍到我们想要的画面。没
办法，机长和我们商议，只能在飞行中
把舱门打开，让我们在敞开的舱门向
下拍摄。

然而问题来了，即使在低速飞行
中，舱门打开也会吹进强劲的大风，摄
像记者的安全如何保障？这次特殊的
航拍任务时间紧迫，我们登机三人组
连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也没有办。考虑
到安全的问题，这次航拍几乎还未登
机就要取消了。

当时我和两位摄影记者都还算年
轻，三个人互相一对视，心里已经有了
默契：好不容易有这样难得的机会，我
们一定要抓住，拍出有美学价值和历
史价值的电视镜头。樊雨红擅长绘
画，刘超是毕业于艺校的美术尖子，挑
他们完成这个任务，就是看重他们过
硬的摄像基本功和不错的美学素养。
关键时刻不掉链子，也让我看到了他
们迎难而上的勇气和干劲，这比专业
技能更稀缺。搁到有些人眼里，这种
冒着生命危险干活的傻劲叫“莽”。

他们俩问我，“你呢？”
“一起！”
经过和机长的简单沟通，我们决

定，把自己绑在飞机上，完成这项艰巨
的任务。于是乎，两位摄像记者用手腕
粗的麻绳把自己固定在了舱门附近，盘
腿坐在舱门时，两手死死把着摄像机。
摄像机上也捆了绳子，以防飞机颠簸，
失手从高空摔落。我在腰间缠了一根
绳子，并没有固定，负责在机长和摄像
记者之间传话联络。当时没有耳麦，真
是“通讯基本靠吼”，机长对我耳朵喊，
我再穿过机舱，到摄像耳朵旁边喊。

就这样，在盛夏的明媚阳光中，
运－5运输机起飞了。经由大同左云，
很快便飞行到朔州右玉上空。舱门打
开，我们开始了高度紧张地拍摄任务。

没想到，号称稳定飞行的运－5运
输机并不太稳，起码距离我们摄像要
求的稳定性差得很远。摄像机机位一
直在抖，两位摄像师努力用身体压住
机子，全身肌肉从一开始就绷得紧紧
的。飞行的高度也不理想，由于机长
不熟悉朔州地形，飞机高度太高，导致

我们极难拍到中近景镜头。即便把镜
头推上去，在飞行状态中也处于失焦
或抖动状态。更要命的是风，无遮无
拦地吹进机舱，几乎能把人吹起来。
两位摄像记者坐在那里，靠着绳索的
保护，情况还稍好一点。我一直站立，
在驾驶舱和舱门之间来回跑动，还得
抽时间拍照片，被风吹得左右摇荡，上
下颠簸，好不辛苦。

好在年轻。
在强劲的对流风中，我们纵情饱

览山川大地之美，寻找点缀大地景观
之上的熟悉身影：那是崇福寺、那是木
塔、那是广武城……以摄像记者的职
业身份来说，我们习惯了传统拍摄，对
航拍的俯瞰视角特别着迷。这可是朔
州广播电视台第一次的航拍啊。从个
人角度来说，这也是我们三个第一次
坐飞机，内心充满了新奇与激动。

航拍朔州，让我们内心油然涌起
的，是一种强烈的赞美与热爱。这就
是生我养我的土地，这就是多少次奔
跑的土地，这就是多少次抵近刻画的
家乡。而从大地的视角轻轻一转，这
就是多少次仰望的天空。天地之间，
生机充塞。桑干河蜿蜒而来，长城逶
迤而去，广武汉墓群静穆庄严……更
令人心驰神往的，是条条大路上的人
流。他们如同这幅美景中的画眼，充
满活力地忙碌着，似乎正在大地上播
种着希望、收获着美好。

就这样，一飞，就是四个小时。
樊雨红和刘超都是功力深厚的摄

像，也是极其谨慎的记者。不知不觉，
他们已经拍满了好几张蓝光存储盘。
当我问他们，拍得怎么样？是否可以
返航？他们根本没有考虑自己在高强
度的工作状态中已经连续拍了四个多
小时，而且分别报出哪个点还需要拍，
飞机最好绕飞，效果更好……机长听
了他们的意见后，说完全可以，但是这
样一来，就会超过原定飞行时间，需要
和地面沟通调整飞行路线与计划。

经过紧张沟通，飞行路线得以调
整，我们多拍了将近一个小时后，正式
返航。时间已经到了下午两点多，从
早上到现在，我们三个没吃饭，也没喝
水，神经放松下来后，才感觉全身酸痛
难当，口渴难忍，腹中更是阵阵饥鸣。

努力没有白费，一年后，《青春朔
州》系列宣传片在建市20周年时播出，

精彩的航拍画面成为整个片子中的闪
光点，我们制作团队被台里授予特殊
贡献奖。

一转眼，这段难忘的经历已经过
去16个年头了。16年里，朔州发生了
更多可喜的变化，新闻媒体的融合跨
越就是其中一个侧面。2014 年，朔州
广播电视台入驻新闻大楼，新闻大楼
建设用地46.7亩，建筑面积3.4万平方
米，朔州广电新闻事业更上层楼。2020
年底，朔州市融媒体中心整合朔州日
报社、朔州广播电视台、市新闻中心、
朔州新闻网、市安全播出调度中心、市
微波站、市教育电视台七家单位，主流
媒体吹响集结号，走上了深融发展的
宽广大道。

在 16 年的融合发展中，航拍这一
技术手段也不断迭代更新，让人目不
暇接。2012 年左右，朔州当地广告公
司开始尝试三角动力翼航拍。2015
年，由中央电视台新影集团与山西省
委宣传部、山西广播电视台、山西省旅
游局联合摄制的高清航拍纪录片《飞
越山西》，直升机视角呈现了更大的灵
活性。2020 年，《航拍中国》在朔州取
景，让我们领略了央视先进的无人机
航拍手段。《航拍中国》第三季山西篇
中，朔州诸多景点闪亮登场。

从运－5 运输机、三角动力翼、直
升机，到无人机，航 拍 技 术 快 速 发
展。航拍无人机体量越来越轻、续
航越来越远、爬升越来越高、操作越
来 越 智 能 …… 想 想 我 们 当 年 乘 坐
运－5 运输机的情形，怎么能不感慨
万千？在惊叹航拍技术快速演进的时
候，朔州媒体人也不甘落后，将无人机
航拍应用到新闻和宣传片拍摄中，亮
眼的航拍逐渐成为《朔州新闻联播》
的常规镜头，广武云海、老城元宵、桑
干候鸟……朔州航拍镜头也成了央
视新闻的常客。

技术总是要服务内容的，航拍离不
开打动人心的新闻主体。16年里，航拍
中的朔州更上镜了：曾经黄绿相间的
山，如今绿色连成了片；曾经水流断续
的河，如今波光连成了线；曾经不起眼
的村，如今大路连成了诗。这些美交织
在一起，成为时代前行的最好佐证。

飞吧，继续高远地飞下去！
（作者系市融媒体中心影视创作

部主任）

飞 越 之 翼
——朔州航拍记忆

赵志斌

本报讯（记者 张峰 祁智民）10月
11 日，全市煤矿安全生产调度会召开。
市委常委、副市长武跃飞出席并讲话。

武跃飞指出，要深入践行“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发展理念，以“宁听骂声、
不听哭声”的态度，严格贯彻落实好国
务院和省市部署要求、执行好安全生产

“十五条硬措施”，坚决维护煤矿安全生
产形势良好发展、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要形成政府、部门、企业三位
一体保障企业生产安全的共识，在思想
上理解支持各级政策要求，在行动上积
极主动执行好每一条安全措施，共同保

障煤矿生产安全发展。要坚定“严管就
是厚爱”的理念，坚决杜绝“宽、松、软”，
防范在隐患督查整治上视而不见、害人
害己，共同构建令出必行、严格执行的
文化氛围。要强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
三年行动，各县（市、区）要高度重视、逐
条逐矿帮扶制定“十五条硬措施”落实
规划；市级相关部门要加大执法检查力
度，不折不扣推动落实；煤矿企业要加
大投入力度，按时完成相关要求，共同
推动全市矿山安全治理水平迈上新台
阶，从根本上保障煤矿安全生产更好发
展。

全市煤矿安全生产调度会召开 武跃飞出席

本报讯（记者 刘淑花） 为深入推
进以“三减三健”为主题，以体重管理为
突破口的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进一
步传播和普及健康生活方式，日前，市
疾控中心联合山西盐业集团朔州有限
公司在朔城区清廉文化广场开展“三减
三健”系列科普健康宣传活动，传播体
重管理核心知识，提升全民体重管理意
识和技能，引导公众自觉进行体重管
理，积极倡导家庭参与体重管理，降低
聚集性家庭肥胖风险。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为百姓详细介
绍“三减三健”中的限盐勺、控油壶、腰

围尺等健康工具的使用方法和“体重管
理”，讲解了 BMI 指数的意义和计算方
式、腰围测量方式及合理管理体重等知
识，重点介绍了体重与健康的关系、超重
肥胖对健康的危害等，讲解了季节性疾
病的预防知识以及饮食安全、健康生活
习惯、营养搭配、科学运动等方面的知
识，引导群众提升健康意识，当好自身健
康第一责任人，自觉维护和促进自身健
康。此外，市疾控中心还在金龙街与古
北街交会处肯德基门厅上方LED屏幕循
环播放相关宣传图片和视频，推动形成

“人人参与、共享健康”的良好氛围。

市疾控中心

健康体重科普宣传受好评

本报讯 （记者 赵福胜） 10 月 11
日，市委常委、副市长刘亮主持召开辽
金文化产业谋划工作座谈会，探讨、谋
划应县木塔古城片区辽金文化旅游商
业开发项目，推动全市文化与旅游产业
再上台阶。

座谈会上，诚唐文旅研究院、福建
省捷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介绍了应县
木塔古城片区辽金文化旅游商业开发
项目谋划及投资合作的具体思路及举
措；市直相关部门和有关方面专家就
我市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定位、品牌打

造、产品开发、政策支持等方面提出意
见建议。

刘亮希望，诚唐文旅研究院、福建
省捷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要抢抓文旅
产业发展新风口，深挖朔州历史文化资
源，扩宽文旅融合路径，科学统筹谋划
带动效应好、支撑作用强、政策契合度
高的文旅项目，做好应县木塔古城片区
辽金文化旅游商业开发项目的规划设
计，着力打造具有市场竞争力和核心生
命力的旅游目的地，努力实现文化和旅
游深度融合、产业化发展。

刘亮主持召开辽金文化产业谋划工作座谈会

本报讯 （记者 刘淑花） 10 月 10
日，市妇联、平鲁区妇联在平鲁区社会
福利院举行“携手爱心妈妈 共筑温
暖童年”朔州市爱心妈妈工作站揭牌
仪式。

活动中，平鲁区的爱心妈妈与福利
院的孩子们进行关爱互动，爱心妈妈将
自己精心准备的礼物送给结对儿童。
市妇联也为福利院的孩子们送上面包，
牛奶，希望孩子们在党和国家的关爱中
健康茁壮成长。市妇联要求，全市各级

妇联组织要加大宣传力度，进一步整合
资源、搭建平台，整体推进、高效运转，
不断丰富爱心妈妈结对关爱工作模式，
携手更多的爱心妈妈，为困境儿童开展
有针对性地关爱服务，推动爱心妈妈结
对工作更高质量、更可持续发展。同
时，市妇联将持续加强各方联动，凝聚
爱心合力，携手推动爱心妈妈结对关爱
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行动走深走实，以
实际行动当好儿童成长的引路人、守护
人、筑梦人。

市妇联

举行爱心妈妈工作站揭牌仪式

本报讯 （记者 刘磊 李妍 闫红
祥） 在岁月的长河中，很多老物件不仅
承载着实用功能，更镌刻着时代的印
记，承载着文化的精髓。彩绘陶壶，便
是这样一件能温润人心的文物。

陶壶的诞生，始于对自然的敬畏与
利用。古人以手抟土，以水调和，于烈
火中锻造出生活的必需品。那质朴无
华的陶土，经匠人之手，化身为形态各
异的壶身，或圆润饱满，或线条流畅，无
不透露出对自然形态的模仿与超越。

白黄色为底的陶土，如同一张未经
雕琢的画布，等待着色彩的点缀，而红、
黄、绿、黑，这些源自大自然的矿物颜
料，被巧手匠人精心调配，绘制出一幅

幅生动而富有象征意义的图案。
随着时间的推移，彩绘陶壶的制作

技艺不断精进，图案也越发复杂多样。
从最初的简单几何图案，到后来的动植
物形象、人物故事乃至神话传说，彩绘
陶壶成为了记录历史、传承文化的重要
载体。

每一件陶壶，都是匠人心血的凝
聚。然而，彩绘陶壶的美丽并非永恒。
由于绘制后不再进行二次烧制，这些色
彩鲜艳的图案极易受到磨损。但正是这
份脆弱，赋予了彩绘陶壶更深沉的历史
感与故事性。每一道划痕、每一块脱落
的颜料，都是时间留下的痕迹，它们无声
地诉说着陶壶所经历的风雨与变迁。

彩绘壶：

时代印记 文化载体

本报讯 （记者 刘磊 李妍 闫红
祥） 悠悠长河，浩瀚史迹，从新石器时
代至清末民初，丰富的文化遗存，犹如
穿缀在时间连线上的璀璨明珠，闪烁出
横跨时空的文明之光。在朔州市博物
馆的东汉陶器绿釉壶，在岁月中展现着
文化魅力。

绿釉陶器是汉代发明创烧的新品
种，它上承商周瓷器的施釉技术，下启
唐宋三彩器瑰丽多姿、变幻莫测的装饰
风格，在中国古代陶瓷群芳谱中独树一
帜，是古代低温铅釉技术发展的硕果。

市博物馆的绿釉壶是东汉时期典
型的北方釉陶制品，腹部上有两个兽纹
的样式，这是古人当壶成型以后贴制上
去的，一般称其为“铺首衔环”。

在东汉中期，为更好地普及绿釉陶
器，出现了以烧陶为主的陶业，这不仅
提高了绿釉陶器品种的多样性，同时，

也为以后的三国、两晋、南北朝瓷业空
前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绿釉陶器流行地区十分广阔，西至
甘肃，东到山东，南抵湖南、江西等地，
常见的器物有鼎、盒、壶、仓、灶等，同
时，随着陶器的制作，生产技术也不断
发展，瓷器也逐渐登上历史舞台，到东
汉后期，在河南，浙江等地，开始出现
了青瓷器，这是中国古代陶瓷史上的重
要创新。

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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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版）
胡昌辰博士是来自山西省人民医

院神经外科的主任医师，也是朔州“山
西省首批科技博士服务团”队长，2021
年挂职到朔州市人民医院担任副院
长。胡昌辰深入调研医院发展情况，定
期出诊开展手术。经他治疗过的患者
高兴地说：“没想到在朔州家门口就享
受到省城专家的医疗服务，治疗效果非
常好。”

胡昌辰来朔工作后发现，该地医护
人员普遍缺乏科研课题申报意识，于是
他狠抓短板，指导该院医护人员申报9个
科研项目成功立项，他也成功获得科研
课题立项，打破了朔州市没有省卫健委
医疗科研项目的历史。胡昌辰组织博士
团8名队员巡回义诊上门为广大朔州群
众服务，走遍了朔州的六区县，受到群众
好评，获得了“塞上英才”团队称号。

“一年的时间，我对这里有了深厚
感情！”谈及一年的挂职经历，胡昌辰
说：“通过基层锻炼，能够为朔州人民尽
一点微薄之力，我感到十分欣慰。希望
能为朔州和省城搭起医疗服务的桥梁，
让朔州人民享受到更多更优质的医疗
服务。”

据统计，在一年多时间里，以胡昌
辰博士带队的博士服务团共开展门诊、
临床、会诊等各类医疗服务41440人次，
各类手术60余台次，牵头开展课题研究
10 项，牵头对接合作高校（医院、企业、
科研机构等）21所，协助建设各类基地、
平台、工作站 23 个，有效提升了朔州市
医疗卫生水平。

朔州市以中央和省委选派科技博
士服务团来朔挂职为契机，推动博士团
扎根朔州、服务朔州。至今为止已有连
续三批共计 20 名科技博士团成员来朔
挂职服务。他们发挥专业特长，在科
研、医学、产业发展等方面为朔州市提
供智力支持。

以诚相许，以诚相待。为了更好服
务科技博士团，营造人才干事创业的良
好环境，朔州市出台《朔州市创新人才
发展25条（试行）》，创新服务模式，加大
保障力度，搭建多样化人才发展平台，
促使更多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确保人尽
其才，才尽其用。

携手谱新篇，合作谋发展
近年来，山西省委大力推动山西省

与全国知名高校在人才培养、引进、使
用等方面开展深度战略合作，促进人才
共享、互利共赢。朔州市落实省委要
求，扎实开展省校合作工作，激发人才
活力。

2024 年 5 月，在“人到山西好风光”
人才宣介成都专场活动现场，灯光璀
璨，座无虚席，市委人才办相关负责人
向成都优秀学子集中介绍人才引进岗
位和政策，以及朔州的人文历史、自然
风光、经济社会发展、人才发展环境等
情况，传递出转型发展中的朔州求贤若
渴、广纳英才的强烈信号。

来自朔城区的硕士研究生尹占宇
专程过来参加宣介活动，感受到了家乡
人的亲切和热忱。他深有感触地说：

“这次活动热烈隆重，规模宏大，体现了
朔州对人才的迫切需求，也感受到了来
自家乡的殷殷热情。”

“人到山西好风光”招才引智推介
会是省校合作重要一部分。近年来朔

州市主要领导带队赴全国知名高校宣
介朔州招才引智政策和对接产业项目，
积极打造“塞上绿都·才聚朔州”引才品
牌，同时积极发挥校友招商引才和智库
合作基地作用，推进朔州劳务品牌和特
优农产品入高校，让在外求学的朔州学
子吃上家乡特产。

省校合作，成果丰硕。朔州市 2023
年先后开展招才引智专场推介活动 30
多次，引进特聘专家、博士80多人，邀请
20多所高校领导莅朔开展“深化省校合
作，共促人才兴朔”活动。全市各级各
部门领导干部全面动员，开展各类招才
引智活动 80 余场次，15 名市县党政正
职、230多名企业家入校对接，达成合作
项目105个。

走出去与引进来同时发力，市委组
织部整合资源，搭建平台，积极开展大
学生暑期实习实训活动，持续打造聚才
引才“强磁场”，2024年累计发布2833个
岗位，共接收来自北京交通大学等省内

外高校 1619 名大学生参加实习实训活
动。“塞上绿都·才聚朔州”人才品牌更
加响亮。

朔州市将持续把深化省校合作作
为基础性、战略性工作，重点建设省校
合作“12 大基地”，在平台建设、项目推
进、成果转化、人才引育等方面，拓展合
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促进互利共赢。

截至2023年底，全市共有专业技术
人才3.2万人，其中高级职称3190人；技
能人才 24.22 万人，高技能人才 9.25 万
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3人、
山西省学术技术带头人 8 人，入选山西
省“三晋英才”195 名……广袤大地，人
才活力不断迸发！

多士成大业，群贤济弘绩。站在新
的历史起点上，朔州市将牢牢坚持人才
优先发展战略，统筹推进各类人才队伍
建设，营造近悦远来的良好环境，让更
多人才施展才华、建功立业，奏响人才
兴朔的时代强音。

博士团成员兼队长胡昌辰（右一）带领专家团队为病人会诊。 薛礼伟 摄

才聚朔州 朔展其才


